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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动化学科有着光荣的历史和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就十分重视自动化学科的发展和自
动化专业人才的培养。
五十多年来，自动化科学技术在众多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航空、航天等，“两弹一星”的伟大工
程就包含了许多自动化科学技术的成果。
自动化科学技术也改变了我国工业整体的面貌，不论是石油化工、电力、钢铁，还是轻工、建材、医
药等领域都要用到自动化手段，在国防工业中自动化的作用更是巨大的。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非常活跃的领域都离不开自动化技术，比如机器人、月球车等。
另外，自动化学科对一些交叉学科的发展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网络控制、量子控制、流
媒体控制、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学科就是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影响下得到不断的发展
。
在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中国要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还很重，或者说我们正处在后工业
化的阶段。
因此，国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科学发展观，这
对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机遇难得，人才更难得。
要发展自动化学科，人才是基础、是关键。
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或者说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
作为高等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始终要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具体对自动化系或自动化学院的领导和教
师来说，要时刻想着为国家关键行业和战线培养和输送优秀的自动化技术人才。
影响人才培养的因素很多，涉及教学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如何拓宽专业口径、优化教学计划、增强
教学柔性、强化通识教育、提高知识起点、降低专业重心、加强基础知识、强调专业实践等，其中构
建融会贯通、紧密配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编写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
教材尤为重要。
清华大学吴澄院士领导的《全国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根据自动化学科对自动
化技术人才素质与能力的需求，充分吸取国外自动化教材的优势与特点，在全国范围内，以招标方式
，组织编写了这套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这对推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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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
全书按基础知识篇、传感器技术篇和检测技术篇顺序编排，三者篇幅比例大体为2∶5∶7。
三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衔接，前后呼应、循序渐进。
本书传感器技术与检测技术两大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大体平衡，把传感器技术和检测技术融合和有机组
合，便于教师组织教学和学生连贯、系统地学习。
    本书包含的传感器种类多、检测参量广。
书中将经典技术与当前成熟新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际工程应用相结合，注重知识纵向联系与横向比
较，能较好地满足多专业类的宽口径素质教学需要并为从事各类自动化工程方面的技术人员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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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信号处理信号处理模块是自动检测仪表、检测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和各种控制的中枢环节，其
作用和人的大脑相类似。
现代检测仪表、检测系统中的信号处理模块通常以各种型号的嵌入式微控制器、专用高速数据处理器
（DSP）和大规模可编程集成电路，或直接采用工业控制计算机来构建。
对检测仪表、检测系统的信号处理环节来说，只要能满足用户对信号处理的要求，则愈简单愈可靠，
成本愈低愈好。
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和封装技术的迅速发展，嵌入式微控制器、专用高速数据处理器和大
规模可编程集成电路性能不断提升，而芯片价格不断降低，稍复杂一点的检测系统（仪器）的信号处
理环节都应优先考虑选用合适型号的微控制器或DSP来设计和构建，从而使该检测系统具有更高的性
能价格比。
5.信号显示通常人们都希望及时知道被测参量的瞬时值、累积值或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因此，各类
检测仪表和检测系统在信号处理器计算出被测参量的当前值后通常均需送至各自的显示器作实时显示
。
显示器是检测系统与人联系的主要环节之一，显示器一般可分为指示式、数字式和屏幕式三种。
①指示式显示，又称模拟式显示。
被测参量数值大小由光指示器或指针在标尺上的相对位置来表示。
用有形的指针位移模拟无形的被测量是较方便、直观的。
指示式仪表有动圈式和动磁式等多种形式，但均有结构简单、价格低廉、显示直观的特点，在检测精
度要求不高的单参量测量显示场合应用较多。
指针式仪表存在指针驱动误差和标尺刻度误差，这种仪表的读数精度和仪器的灵敏度受标尺最小分度
的限制，如果操作者读仪表示值时，站位不当就会引入主观读数误差。
②数字式显示。
以数字形式直接显示出被测参量数值的大小。
数字式显示没有转换误差、显示驱动误差，能有效地克服读数的主观误差（相对指示式仪表），还能
方便地与智能化终端连接并进行数据传输。
因此，各类检测仪表和检测系统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字式显示方式。
③屏幕显示。
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电视的点阵式显示方法。
具有形象性和易于读数的优点，能在同一屏幕上显示一个被测量或多个被测量的变化曲线或图表，显
示信息量大、方便灵活。
屏幕显示器一般体积较大，对环境温度、湿度等要求较高，在仪表控制室、监控中心等环境条件较好
的场合使用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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